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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e是个喜欢尝试新事物

的艺术家，他曾经是个油画

家，经常在白纸上画素描，做

过人体彩绘，现在他将艺术

转移到了手上。他可以利用

人手作为底板，画出各种各

样让人惊叹的动物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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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纪念钞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有关该题材的藏品也逐渐在市场走俏。一款台湾发行的纪念三连钞受到藏家的热捧，

面值为300元新台币的纪念钞，最高卖到了2800元人民币。有业内人士提醒说，这款台湾纪念钞能涨到目前的价位，完全是炒作的结果，再往

上走的升值潜力应该不会太大。不过，也有藏家认为，即使出了再版，原版毕竟是原版，肯定会更有收藏价值。

名人榜 范曾

上榜指数：★★★★

上榜理由:被不点名批评流水作画,

状告收藏家郭庆祥索赔500万元

去年5月26日，上海《文汇报》曾刊

登收藏家郭庆祥、画家谢春彦的文章，文

中不点名批评了书画界存在的“流水作

画”现象。著名画家范曾则认为该文章

批评的就是他本人，遂将刊发该文的报

纸《文汇报》和作者郭庆祥、谢春彦起诉

至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并要求赔偿520万

元的精神损失，其中要求郭庆祥本人赔

偿500万元。

该案日前在北京昌平区法院正式审

理。审理接近尾声，审判长询问范曾代理

人是否选择调解时，范曾代理人表示同意

与《文汇报》和谢春彦进行调解，决定将郭

庆祥一告到底，但遭到《文汇报》和谢春彦

方面拒绝。此案当天未当庭宣判。

“财富包括很多，就算我们把财富简

单地定义为金钱，那么财富能干什么？中

国古代有一句话，叫‘视金钱为粪土’。如

果今天仍旧将金钱比喻为粪土，那么它的

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在一堆以金钱组成的

粪土上，浇灌出幸福之花。这粪土越肥

沃，我们的幸福之花越娇艳。不是为了种

幸福之花，谁会在家里放一杯大粪？实际

上，物质财富是手段，幸福才是我们终极

的目标。”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

谈“财富”观。

“韩寒与任正非，司职不同，如何比

较其社会价值？勤勉做实业、创造大量

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人当然值得尊敬，可

这并不意味着，动笔杆子和嘴皮子的文

人（或者叫公共知识分子）就没贡献。我

们物化的标准太多，衡量价值不能只靠

‘称肉’。韩寒更像是一个时代符号，未

必只属于年轻人，具象征意义。”

——针对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

立刚提出“一万个韩寒也抵不上半个任

正非（华为公司总裁）”的观点，知名媒体

人何庆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能被推荐去参评，当然是件好事。

不过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得奖。因为

我的作品跟这个奖所一向认可的文学品

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当推荐人

给我说要推荐《盗墓笔记》，我第一感觉

是：‘太惊悚了！’”

——网络作家南派三叔的《盗墓笔

记》确定要报名参评本届茅盾文学奖，他

自认“得奖可能性几乎为零”。

“ 前段时间有作家联合向某网站文库

维权，很有必要。我注意到其中有几个作

家是驻会专业作家，所谓驻会专业作家，

即每个月由国家财政向其发工资，换句话

说，就是用纳税人的税金向其支付工资。

这样的作家创作出作品应该属于职务创

作，其作品理应让纳税人免费阅读。”

——郑渊洁谈专业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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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

办公室 (简称国家汉办)拟公开选拔

199人，近期分派到全球各国设立的孔

子学院，担任中方院长一职。其中，49

人将新派往美国芝加哥孔子学院、加

拿大温哥华BCTT孔子学院、法国留尼

旺孔子学院、韩国庆熙大学等地担任

中方院长，另150人将担任全球各地

孔子学院新任中方院长。

孔子学院是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

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

和文化交流机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给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提供规

范、权威的现代汉语教材；提供最正

规、最主要的汉语教学渠道。全球首

家孔子学院2004年 11月21日在韩国

首尔成立，目前全球已经建立322所

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近日，山西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商鸮

卣的图片，在微博上被网友疯转，网友

称其外形酷似网络游戏里“愤怒的小

鸟”，是最“萌”的文物。网友“北京阿

年”发布这则最“萌”的文物微博后，网

友们纷纷讨论起它的外形、功用。有的

网友称它是“外星生物”，有的则说它是

“扑腾着翅膀的胖乎乎的小猫头鹰”，还

有的说它是古代版“愤怒的小鸟”。最

后“中国文物网”官方微博揭晓答案，这

件最“萌”文物是山西博物馆馆藏的商

代青铜器鸮卣（xiāoyǒu），鸮是猫头

鹰，鸮卣则是一种酒器，是商代晚期精

美的艺术品。

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加西亚·
马尔克斯于198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

奖桂冠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未得

到作家授权的情况下便被我国多家出

版社擅自出版，1990年，马尔克斯与代

理人卡门·巴尔塞伊丝女士曾到北京

和上海访问时对一众人等说：“各位都

是盗版贩子啊！”这让当时在场的中国

文坛泰斗钱钟书先生颇为难堪，据报

道，当时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试图缓和

一下局面，但是白费力气。

2009年9月，马尔克斯的代理人、

被誉为“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幕后推

手”的卡门女士，与新经典文化有限公

司的版权团队和负责马尔克斯项目的

编辑团队、行销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

经过不懈努力和诚意打动，马尔克斯终

于正式授权出版《百年孤独》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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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也有“游戏规则”锐评镜像

最萌文物

《百年孤独》“解禁”

微博时代，传播方式更便捷。

情人节前，有位网友一时兴起，在微

博上写了一篇送给自己妻子的微小说。

虽然只有140个字，但他把两人过往恋爱

的美好瞬间串起，写得情真意切。本来

这位网友只是想让自己的妻子看到，没

想到该博文隔天就出现在一家报刊的情

人节微小说专栏里。

这不是个案，每天，都有无数此类被

报刊甚至图书发表的微博，一般是编辑

觉得写得好就拿来使用，并没有任何征

询的环节，支付报酬更是寥寥无几，多半

是实行“拿来主义”，还拿得心安理得？

微博到底有没有著作权？一时成为

不少网友热议的话题。

一般来说，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是“作

品”，而“作品”之所以成为“作品”的核心

要件在于其具有独创性，因此，判断微博

是否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在于其是

否具有独创性。

因为微博受到140字的限制，对于普

通的微博使用者，大多可能是流水账似

的记录生活和心情，这不符合著作权法

中独创性的要求，自然不能受到保护。

可是，随着微博的推广，相关的新型文学

样式随之产生：微小说、微散文、微童话、

微诗歌……这些当然是著作权法保护的

对象。

只要进入“游戏”，就得遵守规则。

140字的微博世界，是否应当严格执行著

作权法的规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微博的主要功能在于信息分享，转

发符合微博世界的游戏规则，应当受到

著作权法的保护。存在著作权法律隐患

的是“直接引用”行为，及以原创微博帖

子表现出来的转发行为。所以说，自己

撰写的文字作品，他人应本着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原则转发微博，如果作者对微

博作品的转发有限制，他人也应尊重作

者的要求。如果用于报刊杂志的发表，

同样要支付等同的稿酬。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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